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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后溪穴首见于《灵枢·本输》，为手太阳小肠经之腧穴，亦是八脉交会穴之一，通于督脉。后溪穴在临床运用
十分广泛，对于颈肩腰腿痛证的治疗尤为有效。知其源，悟其理，守其则，方能践其行。文章从穴性（小肠经穴、五输穴

之腧穴、八脉交会穴）与同名经脉、董氏奇穴、第二掌骨全息理论几个角度探讨后溪治疗颈肩腰腿痛的应用原理，以期为

后溪临床治疗颈肩腰腿痛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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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元针灸学》曰：“后溪者，后是手小指本节后也，溪者小
沟也。手小指外侧握拳肉起如山峰，按之似小豁之曲，故名后

溪”。后溪穴首见于《灵枢·本输》，其云：“小肠者，上合手太

阳……注于后溪，后溪者，在手外侧本节之后也，为腧”，古称

“手太阳”，当与“腕骨”辨，为手太阳小肠经之腧穴［１］，又为八

脉交会穴之一，通于督脉，有沟通联络手太阳小肠经与督脉两

经气血之功；手太阳脉之所注、经气渐盛之处，与足太阳膀胱经

交于目内眦，两经之气相通互助，有一针穿两经之效。《黄帝

明堂经》载：“注于后溪，后溪者，木也”。小肠与心相表里而属

火，后溪为其腧穴而属木，木生火，虚则补其母，有补小肠经一

切虚证之力；董氏奇穴腕顺一、二下五分为后溪，两穴合为倒马

针则有补肾阳滋肾阴之能；针刺后溪穴时结合现代第二掌骨全

息理论，控制不同针刺方向亦获奇效。现代对于后溪治疗痛证

的文献屡见不鲜，但却未有探析临床治疗颈肩腰腿痛的机理的

文章，更少有结合董氏奇穴或全息理论阐释其机理者［２］。文

章从穴性（小肠经穴、五输穴之腧穴、八脉交会穴）与同名经脉

同气相求角度阐释，还深入探讨了结合董氏奇穴、第二掌骨全

息理论指导下后溪治疗颈肩腰腿痛的应用原理，以期为后溪临

床治疗颈肩腰腿痛提供强大坚实的理论支持。

１　穴位类属与相关经脉
后溪穴类属于手太阳小肠经之穴，为五输穴之腧穴、又为

八脉交会穴之一。首先从类属的小肠经来看，后溪穴为手太阳

小肠经之穴位，小肠经脉病候记载：“颈、颔、肩、、肘臂外后

廉痛”，故后溪能主治肩颈疼痛等痹症；其次，后溪穴乃五输穴

之腧穴，“腧主体重节痛”，为后溪穴治疗一切肢体关节痹痛提

供理论依据；同时，后溪穴又系八脉交会穴之一，与督脉相通，

督脉“并于脊里，上至风府，入属于脑”，故又可以治疗头颈腰

脊部疾病；最后，小肠经与膀胱经同气相求，联系紧密，故针刺

后溪穴亦可治疗膀胱经循行所过的项背腰腿部疼痛。

１．１　循过肩颈治所及
“小肠手太阳之脉，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侧上腕，出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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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内侧两骨之间，上循外后廉，出肩

解，绕肩胛，交肩上”，后溪作为手太阳小肠经腧穴，根据“经脉

所通，主治所及”相关理论，决定了后溪穴活络止痛的基本功

效，以及通治小肠经所过肩颈之能，与《针灸大成》所言：“颈项

拘急引背痛取后溪”“主胸满，颈项强，不得回顾”之说相印证。

近十年对于落枕的临床治疗研究也表明，小肠经选用次数在经

脉范围内首屈一指，小肠经上后溪的选用次数则在腧穴范围中

名列前茅［３］。小肠经经脉病候有载“颈、颔、肩、、肘臂外后

廉痛”亦为后溪治疗颈肩痹痛提供了有力依据，临床应用方

面，已有学者验证了后溪为针刺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常用腧

穴之一，通过针刺后溪配伍经穴昆仑，可明显改善颈部前屈的

耐疲劳性，显著提高颈部肌肉的抗疲劳能力［４］。ＺＨＡＮＧＭ
等［５］选用后溪等穴缓解了肩周炎的黏连疼痛。

１．２　通督颈项腰背医
后溪穴为八脉交会穴，通督脉，可以联系沟通小肠经与督

脉两经气血，故针刺后溪所获疗效与督脉之循行、主治病证联

系紧密。督脉行于头部正中，《素问·脉要精微论篇》曰：“头

者，精明之府”，其气血运行状况反应脑髓肾的机能，故针刺后

溪可以治疗项强头痛等疾病。《针灸问对》有云：“后溪督脉内

眦颈”，头为诸阳之会，后溪通于“阳脉之海”督脉，故后溪可以

治疗头项部疾病。现代临床实践中，可透刺合谷至后溪疏通筋

络，行气活血，促进颈项部气血运行、活络止痛［６］。后督脉行

于腰部正中，《素问·骨空论篇》云：“督脉为病，脊强反折”，故

针刺后溪也可治疗腰痛，现代临床针刺后溪治急性或慢性腰扭

伤偏多，常用泻法，合并强刺激，双管齐下，行针同时配合中药

热雾，腰部疼痛得到明显缓解［７］。《中西汇通医经经义》有言：

“督脉在背，总制诸阳，谓之曰督。督脉在脊，属肾属先天”。

可知肾与督脉联系紧密，后溪为八脉交会穴通于督脉，而督脉

则通过命门再与肾相连，可使经气输注填充督脉之阳，继而阳

气充盛而督脉得补，命门入肾，肾得阳而壮，骨生髓而坚，颈项

不强而腰背不痛［８］。

１．３　输主颈项腰腿痹
后溪穴乃五输穴之腧穴，“主体重节痛”，身体沉重多与湿

邪重浊困阻清阳有关，腰腿关节痹痛又多与风湿相关。腧穴若

非阴经属土则为阳经属木，此穴作为太阳经之输木穴，其一，作

为肝木主风、主一身之筋，同气相求，因此对于太阳经脉所过之

处，后溪在临床实践当中治疗“筋病”相关者、本经疼痛、一切

肢体关节病证为主的痹证常获奇效，例如颈项强直、腰不得弯、

腿不得伸等；其二，肢体身形卷曲舒展，其形象木，取象比类，穴

之木象医身形之痹，舒缓颈项腰腿痛痹证，也为针刺后溪治疗

腰痛提供了新而有效的思路方法［９］。不仅如此，现代医学也

认为，针刺手太阳小肠经的五输穴可引起尺神经兴奋，冲动由

尺神经传入臂丛内侧束，再至 Ｃ５～Ｔ１节段脊神经节细胞。其
后根纤维进入 Ｃ５～Ｔ１脊髓节段后角细胞，冲动在脊髓节段内
或节段间起联络作用，上行到上部脊髓胸段（Ｔ１～Ｔ５）支配心
脏的交感神经低级中枢，影响内脏运动神经元，由神经元发出

轴突随交感神经分布到心肌，使心肌兴奋，心肌收缩力增强，心

输出量增加，外周血管扩张，从而增加局部动脉血液供应，改善

血液循环，通过促进颈项腰腿部气血运行，舒筋活络，行痹止

痛，达到治疗颈项腰腿痹痛的目的［１０］。仇秀宇等通过检索针

灸类古籍及ＣＮＫＩ、ＶＩＰ数据库１９８３年—２０１３年关于针灸治疗
急性腰扭伤的文献，探讨其处方选穴规律：后溪穴在现代常用

穴中排在前五位；特定穴所占比例较大，尤以五输穴最多［１１］。

１．４　膀胱同气颈腰利
十二正经每条经脉都有与其互为表里者，表里相配代表着

在生理有经络的联系，在病理也有一定关联，表里经之间的联

系途径，在体内存在络属关系，在四肢存在脉气交接关系。手

太阳小肠经与足太阳膀胱经为同名经，乃五运六气之太阳寒

水，乃三阳之表，主宣阳行痹、温阳散寒。同名经脉同气相求、

相辅相成，则水液气化通畅，至巅顶化为津液，由重力顺颈下

腰，自上而下得以温润全身。如水液气化不畅，上至头颈、中至

腰脊、下至会阴，失于温润而成寒湿。颈项腰脊属阳，易为寒湿

阴邪所困，气血运行不畅则令颈强“如折，不可俯仰”，令腰痛

“引项脊尻背如重状”。颈项腰脊是督脉与膀胱经的主要循行

部位；足太阳膀胱经与后溪所在之手太阳小肠经同气相求，小

肠经又通督脉，三者与颈项腰脊疾病联系紧密可见一斑［１２］。

《灵枢·杂病》云：“项痛不可俯仰，刺足太阳；不可以顾，刺手

太阳也”，同名经相通的基础理论推动了手足同名经上下配

合、同气相求。临床有手太阳后溪配足太阳束骨用泻法连续针

灸一月余完全治愈，《针灸甲乙经》记载后溪主：“肩肘臂痛，

头不可顾”；束骨主“暴病头痛……项不可以顾，髀枢痛”［１３］，

后溪治颈项腰痛因而有据可考。针灸学家杨维杰也曾说：“上

下并去法是一种通经取穴法，用法效果好，治疗范围广……所

以颈痛个人常以后溪束骨并用”。已有研究证明针刺后溪治

疗脊柱源性腰部疼痛能很好的调气舒筋、通络止痛效果［１４］正

是：项强腰疼刺后溪，通督同气调气血，激发全身阳经气，气旺

血行瘀络通，颈项腰脊自然愈。

２　腕顺补肾强腰脊
董氏奇穴腕顺一穴位于小掌骨外侧，距手腕横纹二寸五

分，其下五分则为后溪，临床针腕顺一穴时常加上腕顺二穴，合

为倒马针。董氏奇穴讲究以骨治骨的刺骨之法，腕顺一穴的进

针手法是其中之一的贴骨进针，即《内经》所谓“短刺”，再者

《灵枢·官针》中也曾提到：“短刺者，刺骨痹，稍摇而深之，致

针骨所，以上下摩骨也”。贴骨进针，以骨治骨的用法在近代

研究的“骨膜传导”说中也能证实其可行性与有效性。由于骨

膜上附着许多血管与神经，贴骨针刺时，刺激可通过骨膜传播，

从而得以治疗骨关节疾病。这也与董氏掌诊认为的小鱼际处

为肾区相吻合，肾主骨，因此刺骨应肾不无道理。临床显示，腕

顺穴治疗肾亏所致之背痛、重性腰两边痛、坐骨神经痛、肾脏

炎、四肢骨痛等症状，因此也界定了腰困与肾的关系［１５］，针刺

则采用贴骨进针疗效最佳。腕顺一穴有：“女人用之效更大”

一说，这是因为，从卦象思路角度出发，其所在正处坤卦与兑卦

之中，两者皆阴卦，坤主老女，兑主少女，故女人用之效更大，在

临床上还是专治骨刺之要穴，对骨病有良好的治疗效果。从定

位来说，腕顺一二位于手太阳经荥、输之间，手太阳经至目锐

眦，入耳中，主“液”所生病，“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窍者也”，肾

开窍于耳，肾精亏虚，耳无所养，指出正是由于“液”失于“灌精

濡空窍”，而致肾虚相关的耳部疾病；又有肾主骨，牙为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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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针此二穴治疗肾虚性牙痛效果甚佳，为临床治疗肾亏所致

各种病变及疼痛提出全新思路［１６］。腰为肾之府，“转摇不能，

肾将惫矣”，腰部功能障碍与肾脏存在密切关联，脏腑辨证多

从肾论治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有研究选用腕顺一二配伍灵

骨、大白、水曲穴针刺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结果显示腰椎功能

改善率显著高于常规穴位组，且治疗结束时及结束１月后的
ＶＡＳ、ＰＲＩ量表评分结果均优于常规穴位组［１７］。此外，腕顺一

二在治疗髂后上棘内外疼痛、肩胛骨下端疼痛、膏肓穴处疼痛

也有一定作用，不过概括起来还是补肾强腰脊的作用范畴［１８］。

３　掌骨全息各方觅
张颖清教授发现在第二掌骨侧穴位群进行针灸推拿可用

以治疗多种疾病，并将其命名为第二掌骨侧穴位全息疗法。人

的身体为一个小宇宙，而人体的任一局部又为一小人体，整体

包含局部，局部反映整体的信息，从局部亦可以治疗整体，这种

思想用之临床成为具有中医特色的全息医疗方式。杨维杰先

生从此发展出“太极针法”，即以活动中枢、元气中枢为主的太

极全息观。从生物全息论角度来看，张颖清认为，生物体每一

相对独立的部分在化学组成模式上与整体相同，可将其视为整

体成比例的缩小，人体的任一肢节皆能视为整体的缩影，均能

独立治疗全身疾病［１９］。张颖清发现的第二掌骨侧存在一个新

的有序穴位群，它们在第二掌骨侧的分布形式恰与这些穴位所

对应的部位或器官在整体上的分布形式相同［２０］。在手掌微太

极中，第二掌骨作为线性全息系统之一，从三间至后溪作一连

线，为腰脐线，此线上的后溪因而能治疗腰痛，位于此线以下的

腕顺二穴则治疗腰肾痛。第二掌骨全息理论认为，以第二掌骨

为脊柱位置形成的立体的整体节肢系统包含着整体各个部位

的生理、病理的信息，与人体的头颈、上肢、心肺、肝、胃、十二指

肠、肾、腰、下腹、腿足部位皆有与之相应的穴位，因此第五掌骨

侧遵循此原则也能获得理想疗效［２１］。其中小鱼际对应人体的

脊柱，后溪穴的定位在小鱼际处，微握拳，第５指掌关节后尺侧
的近侧掌横纹头赤白肉际可取后溪，董氏也认为五输穴是经络

的全息点，后溪是五输穴之输穴，在太极全息理论中又与头面

五官相应，是颈椎的对应点，与第二掌骨对应，因此刺激后溪

时，若向第二掌骨的头颈、腰、腿对应点方向进行刺激，可以疏

通经络气血从而止痛［２２］。临床上灵活运用第二掌骨全息理

论，针入后溪，根据不同病情与伴随症状，改变针刺方向，从而

达到扶正祛邪行气血，通治颈项腰腿痛的治疗目的，如此治疗

删繁就简不仅用穴少，患者接受度高，而且可配合倒马针法、动

气针法或牵引针法联合使用将治疗范围扩大成线、区甚至整

体，动引其气，使气至病所而有效。

４　小结
后溪穴在临床上应用范围广，运用频率高，从古到今的文

献中都多有记载，皆能收获理想疗效。而后溪在治疗颈肩腰腿

痛方面疗效佳、获效快，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它的穴位属性：为手

太阳小肠经之输穴，为八脉交会穴之一，通于督脉；还在于董氏

奇穴中与其几乎一致的腕顺一、二穴的补肾作用，以及临床上

结合第二掌骨全息理论灵活变通的治疗方法。古人言：“医

者，书不熟则理不明，理不明则识不精。临证游移，漫无定见，

药证不合，难以奏效”。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

知之愈益明，从其原理入手，可以为后溪穴临床治疗颈肩腰腿

痛提供强大坚实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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